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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 “第十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综述

王新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推动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互学互鉴ꎬ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第
十七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 在河南焦作举行ꎮ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与河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ꎬ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分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河南理工大学基地) 共同承办ꎮ 会议设置主旨报告、 主题发言和自由交流等环节ꎮ 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 郑州大

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ꎬ 围绕论坛主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展开了热烈交流与深入

研讨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 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程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ꎬ

论坛开幕式和大会发言由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郑小九主持ꎮ 辛向阳在致辞中对青年马

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殷切期望ꎬ 希望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力军ꎬ 能够做到强化基础理

论研究、 筑牢学术根基ꎬ 聚焦现实问题、 服务国家战略ꎬ 涵养史学功底、 做到论从史出ꎬ 以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担当ꎬ 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新贡献ꎮ 程伟在致辞中指出ꎬ 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展开深入研讨ꎬ 必将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

论认知ꎬ 提高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ꎮ
１. 中华文明形态演进的逻辑性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ꎬ 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ꎮ 做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形态的演进逻辑ꎬ 是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激

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必由之路ꎮ
辛向阳围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这一主题作主旨报告ꎬ 指出中华

文明是真正意义上国家形态的文明ꎬ 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阐明中华民族起源ꎬ 解读和分析中华民

族文明发展的国家形态及其进步性ꎻ 要基于国家形态理解历史周期率和历史发展变化ꎬ 把握中华文

明演进的基本规律与主题主线ꎻ 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发展规划和长远奋斗目标的历史底蕴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一级教授韩庆祥从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 理论逻辑、 现代化发

展逻辑、 人性发展逻辑等维度ꎬ 深刻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本质ꎬ 认为其在历史逻辑层面ꎬ 跳

出了 “西方中心论” 的窠臼ꎬ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ꎻ 在现实逻辑层面ꎬ 体现了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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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ꎻ 在理论逻辑层面ꎬ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演进ꎻ 在现代化发

展逻辑层面ꎬ 体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观的超越ꎻ 在人性发展逻辑层面ꎬ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化

主体性之间的密切关联性ꎮ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慧从文明形态的范式革命入手ꎬ 阐发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

文明新发展的生成逻辑ꎮ 她指出ꎬ 文明范式革命涉及人类社会发展逻辑、 价值观念认同的系统性、
结构性变革ꎬ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明范式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一方面ꎬ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ꎬ 为文明形态变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ꎻ 另一方面ꎬ 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中ꎬ 不断总结历史经验ꎬ 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ꎮ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夏琳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ꎬ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文

明观的核心内容、 理论跃迁和实践路径ꎬ 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是对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的

反思与创新融合ꎬ 是全面多维的文明发展观ꎮ
２.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中华文化主体性

当今全球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繁、 多元文化思潮相互激荡ꎬ 文化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革ꎬ 文化

发展面临着新机遇与新挑战ꎮ 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ꎬ 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ꎬ
对于推动文化繁荣、 增强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ꎮ

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骆郁廷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中 “第二个结合” 的原创性贡

献ꎬ 分析了 “第二个结合” 的提法、 理念、 精神、 话语和方法的原创性ꎮ 他指出ꎬ “第二个结合”
将中华文明从 “洋教条” 中解放出来ꎬ 体现了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ꎬ 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话语ꎬ 比

如 “文化生命体” “文化主体性” “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等ꎬ 在文化发展中具有关键地位与原创性价值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广文就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ꎮ 他从主体

性、 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三个概念入手ꎬ 探讨了文化主体性与现代化的关系ꎬ 认为文化主

体性反映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 自主立场、 自信程度ꎬ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

质ꎬ 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实践必须达到的哲学自觉ꎮ 因此ꎬ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建成文化强国的必

要条件和应有之义ꎮ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士海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ꎬ 在

领导力量上ꎬ 表现为提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ꎻ 在主要目标上ꎬ 表现为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ꎻ 在精

神动力上ꎬ 表现为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ꎻ 在制度保障上ꎬ 表现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ꎻ 在方法论上ꎬ 表现为提出了 “第二个结合”ꎻ 在全球视野上ꎬ 表现为提出了

全球文明倡议ꎮ 这六个方面有机统一ꎬ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概括、 新界定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友文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本体论层面提出了三重要

求: 一是坚定文化认同ꎬ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ꎻ 二是坚定文化自信ꎬ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ꎻ 三

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ꎬ 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ꎮ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姚崇认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是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ꎮ 这一

文化主体性思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的思想挖掘、 对文化思想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对促进中华

文明繁荣发展的实践探索、 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创新ꎮ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广认为ꎬ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的重

大成果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层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ꎬ 又在现实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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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ꎬ 更在世界视野中为推进各国文化发展和全球文化治

理贡献了中国智慧ꎮ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陈留根认为ꎬ 构建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

的历史要求和必然选择ꎬ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支撑ꎬ 而中华文明突

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思想根基ꎮ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苏琪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进行探赜ꎬ 认

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ꎬ 又赋予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特色ꎬ 赓续中华文

脉ꎬ 刻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ꎬ 指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诺舟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是 “互联互

济” 的辩证关系ꎮ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近代社会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遮蔽困境ꎬ 激活巩固了中华

文化的精神内核ꎬ 而中华文化主体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内生动力、 道路自信和精神支撑ꎮ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霍冠行以 “第二个结合” 为研究视角ꎬ 探讨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 “守正创新”ꎮ “守正” 即坚守 “魂脉” 之正、 “原
则” 之正、 “立场” 之正和 “根脉” 之正ꎮ “创新” 则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表

达形式等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３.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建设是关乎国家发展走向与民族复兴进程的关键议题ꎮ 中国式现代化

为文化强国建设奠定物质根基、 拓展发展空间、 赋予时代新义ꎬ 文化强国建设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

供精神支撑、 智力保障与价值引领ꎮ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重要命题ꎬ 从理论阐释、 实践路径、 地方经

验、 文明观念、 发展规划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研讨ꎬ 为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

有益参考借鉴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祝黄河就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ꎬ

强调文化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ꎬ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ꎮ 他指出ꎬ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ꎬ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将其贯穿于文化建设全过程ꎻ 要增强问题

意识ꎬ 直面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ꎬ 聚焦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ꎻ 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关系ꎬ 既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ꎬ 又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有

益成果ꎬ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来斌深入探讨了建成文化强国所需的必要条件ꎮ 他认为ꎬ 巩

固文化主体性是建成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和应有之义ꎮ 一是要坚定文化领导权ꎬ 增强引领力ꎬ 强化理

论武装ꎬ 锻造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ꎮ 二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凝

聚力ꎬ 增进文化认同ꎬ 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ꎮ 三是要在 “两个结合” 中增强塑造力ꎬ 坚持守正创

新ꎬ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ꎮ 四是要以文明交流互鉴增强辐射力ꎬ 积极展示中国形象ꎬ 扩大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ꎮ 中华文明辐射力的建设ꎬ 要根据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ꎬ 采用融通中外

的概念范畴与话语表述ꎬ 善于向国际社会传达和阐释中国理念ꎬ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ꎮ
郑州大学学术副校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吕红聚焦文化强国建设的河南实践ꎬ 指出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需要理论阐释ꎬ 也需要有实践的现实体现ꎮ 她以思政课教学为例ꎬ 认为教师和

学者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ꎬ 还要与经典对话、 与实践结合ꎬ 真正做到接地气、 聚人气ꎮ 结合新

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河南实践ꎬ 她提出应强化思想引领与实践转化ꎬ 巩固主流舆论与思想阵地ꎬ 繁

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ꎬ 统筹价值引领和文明建设ꎮ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冯昊认为ꎬ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ꎬ 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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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元素ꎬ 梳理其中蕴含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和道德观ꎬ 结合时代发展ꎬ 实现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超越ꎮ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贺政凯认为ꎬ 文化发展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ꎬ 通过聚焦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ꎬ 部署文化建设中各领域的工作任务ꎬ
使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内涵、 实践标准和阶段任务更加明确ꎮ

４.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数字文明发展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 数字文明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下ꎬ 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社

会进步与文明演进的关键力量ꎮ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ꎬ 为数字文明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价值引领ꎬ 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ꎮ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杜玉华认为ꎬ 文化和科技融合ꎬ 绝非简单地为文化发展插上

科技的翅膀ꎬ 也不仅仅是为科技进步附上文化的缰绳ꎬ 而是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ꎮ 从理论逻辑看ꎬ
文化为科技提供了价值引领、 制度支持和审美导向ꎬ 科技为文化提供了创新形式、 传播方式和产业

形态ꎮ 从历史逻辑看ꎬ 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文化与科技关系的认识ꎬ 总结文化自信与科技自立自

强的重要经验ꎮ 从实践逻辑看ꎬ 要以正确的导向引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方向ꎬ 创新科技赋能文化的

物质基础ꎬ 构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良好生态ꎬ 以制度创新保障两者融合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洋认为ꎬ 文明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议题ꎬ 而数

字技术是当代文明发展面临的普遍化境遇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数字中国” 和 “数字命运共同体”
等内容ꎬ 彰显出与西方不同的文明性ꎬ 我们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涵养数字时代的文明发展ꎮ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林芳认为ꎬ “数字化＋智能化” 赋能中华文化 “走出

去”ꎬ 从 “事” “境” “情” 三个维度ꎬ 构建新叙事、 创设新情境、 塑造新情感ꎬ 显著呈现 “全时

空” 覆盖、 “全要素” 演绎、 “全链式” 交互、 “全人类” 共享的崭新样态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贺乾认为ꎬ 进入数智时代ꎬ 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革ꎬ 文

化体制机制改革要聚焦多维目标ꎬ 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ꎬ 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ꎬ
构建文化资源的共享新生态ꎮ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畅认为ꎬ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样态ꎬ
通过生产力跃进、 新质人才全面发展、 智能技术革新等ꎬ 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ꎮ

闭幕式上ꎬ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主任任洁作大会总结发言ꎬ 指出本次论坛具有三个特点: 一

是问题意识鲜明ꎻ 二是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ꎻ 三是青年学者参与度高ꎮ 她表示今后要继续把论坛办好ꎬ
把平台建好ꎬ 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在这里砥砺思想、 交流学术ꎬ 让青年学者从青年论坛走向更广阔的学

术舞台ꎮ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永祥作为下一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的承

办单位代表作了表态发言ꎮ 论坛闭幕式由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洪振涛主持ꎮ
本次论坛思想激荡ꎬ 互相启发ꎬ 凸显了专家们的宏阔视野和思想积淀ꎬ 展现了青年学者们的蓬

勃朝气和研究活力ꎬ 构筑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思想交流场域ꎬ 生动呈现了学术新锐

的理论锋芒与精神气象ꎬ 彰显了当代青年学者扎根中国大地、 勇攀理论高峰的学术自觉与使命担当ꎮ

(作者单位: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夏一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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